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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服务为您服务

交 际

喀麦隆人讲究礼仪，注重礼节，称呼人往往是
姓名加先生、朋友。初次交往会互道安好，行握手
礼。相互比较熟悉或表示非常尊重时，可行贴面
礼，不论男士之间、女士之间还是男女之间，均可
行此礼。见到大酋长，一般情况下不可上前握手、
拥抱，应保持一定距离，行注目礼。

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男性居民遇见外国客人
会友好鞠躬、鼓掌表示欢迎，女性大多会躬身行曲
膝礼。外国客人遇到什么困难，当地人常常会慷慨
相助，不索取任何报酬。

喀麦隆的服务行业没有收取小费的习惯，这在
非洲比较少见。

服 装

喀麦隆男女皆穿袍装，喜欢包头，光头者少
见。过去，人们的衣服颜色比较单一，多见浅绿、
蔚蓝、桃红、绛红、咖啡色等。如今，人们更爱
穿花衣服，不论男女，若能穿上一身色彩鲜艳、
花型时尚的花布衣服，感觉是很体面的事。因
此，不管是西非的平花布、中非的“康佳”独花
布，还是喀麦隆独有的提花印花布“巴赞”，都很
受欢迎，在当地城乡的街道上，随处都可看到彩
衣飘飘的景象。

喀麦隆服装的色彩很丰富，图案、式样也繁
多，有传统的几何线条、动物形象等，而电灯、飞
机、火箭、风扇等各种夸张的图案也会出现在服装
上。还有，人们常常将红绿黄三色国旗做成头巾扎
在头上，将总统头像印在衣服上。

纹 面

喀麦隆人脸上、手上常常刺有奇形怪状的图
案，这是非洲流传已久的纹面、纹身艺术。有的
在脸上划几道横向刀痕，有的则刻一个五角星或
几个三角形状，有的甚至将公鸡或者蝎子刻在脸
上。

不同图案含义各不相同，究竟代表什么，外人
无从知晓，属于他们的祖传秘密，只有他们自己心
里清楚，绝对不会向外人透露。在同喀麦隆人交往
时，即使是熟人朋友，对其纹面、纹身艺术也绝不
可紧紧盯着看，只能视而不见，更不可对那些图
案、刀痕指指点点，评头论足。向他们打听、与他

们讨论其脸上的图案，不仅失礼，还会自找没趣，
引起不愉快。

饮 食

喀麦隆南部地区居民食用水果较多，主食有
木薯、谷类、香蕉、芭蕉等。由于芭蕉口感较涩，
不能生吃，他们将其去皮、切片，用油炸后食用，
或者将其晾干磨成粉，再加入面粉、鸡蛋和糖制
成面包。

北部地区居民的主食则以小米、玉米、高粱为
主，他们将粮食捣碎磨成粉，加水调匀制成蒸糕，
同蔬菜一道食用。

喀麦隆城里人的主食是大米、面饼等，副食有
牛羊肉、鸡、鱼、虾等以及各类蔬菜。进餐时，他
们习惯席地而坐，用手抓取食物。只见他们用左手
按住饭盆边沿，用右手食指、中指和拇指将主食捏
成团状，放进菜盆里滚一下，夹着肉或鱼块放进嘴
里，动作干净利落。由于抓食可能会黏住手指，所
以必有一杯水摆在面前，以备不时洗涮。

婚 俗

喀麦隆人求婚习俗很特别，男方看上谁家姑
娘后，父母便带着儿子，背着装满棕榈酒的葫芦
去求婚。到姑娘家不直接说求婚，而是说“向某
某姑娘的父母借个葫芦喝水”。若同意这门亲事，
姑娘会接过男孩的酒葫芦，打开塞子，斟满酒
杯，先敬双方的父母，再敬其他家人，之后自己
也啜上一口，把葫芦递给小伙子，请他喝。就这
样，大家一起喝了酒，这算订了婚。若不同意这
门亲事，酒也是照样喝，只是在客人告辞时，女
方会付给男方酒钱。

当地的结婚证有两种，即一夫一妻的和一夫多
妻的，可以任选一种。若女方不同意而男方执意坚
持多妻，就只好分手。

丧 俗

当地的巴米克族人认为，人死并不是生命结
束，而是将通过其继承人来继续生存。因此，死亡
不应悲伤，而应欢庆，如酋长去世，要组织全村人
唱歌跳舞，举行宴会。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这架缩小了 13 倍的

深 V 型、单船身式设计的飞机模型的原
型，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鲲龙
AG600。”请问其中“缩小了 13 倍”的说
法是否妥当？谢谢！

北京读者 魏竞优

魏竞优读者：
“缩小了 13 倍”的说法不妥当。“倍”

只用于数量的增加。例如：
（1） 现在搞这项种植的村民比去年增

加了一倍。
（2） 科技创新使得这项产业的效益在

几年间翻了几倍。
（3） 这支部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人

数是过去的好几倍。
“倍”不能用于数量的减少。例如：不

能说“本市今年的交通事故比去年减少了
一倍”“在工作中他们不断改进技术，不
合格产品减少了好几倍”。这两个句子可以
写成：

（4） 本市今年的交通事故比去年减少
了一半。

（5） 本市今年的交通事故比去年减少
了50%。

（6） 本市今年的交通事故是去年的
五成。

（7） 在工作中他们不断改进技术，不
合格产品只有原来的几分之一。

（8） 在工作中他们不断改进技术，不
合格产品减少到原先的几分之一。

提问中的句子可以改为“这架缩小到
1/13的深 V 型、单船身式设计的飞机模型
的原型，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
鲲龙AG600。”也可以调整说法，改为“这
架 1∶13 比例的深 V 型、单船身式设计的
飞机模型的原型，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水陆
两栖飞机鲲龙AG600。”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海外人才集聚的上海浦东新区日前宣

布：启用国际人才港并同步开通上海自贸区

外国人来华工作“一网通办”服务平台。这

些便利措施，可以让来华工作的外国人在 5

个自然日内完成工作许可、居留许可审批。

新开通的浦东国际人才港位于上海自贸

区张江片区。人才港里集成了外专、人社、

出入境等办事部门，设立外国人审批服务

“单一窗口”。申请人只跑一个窗口，即可办

理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实现了减环节、减

时间、减材料，大幅提升审批效率。

浦东新区区委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处处

长肖林说，原来外籍人员来华工作，先要进

行体检，再到人社部门申请工作许可，再凭

工作许可证去出入境办理居留许可，全程无

缝衔接也要22个工作日。改革后通过3个部

门的流程再造，5 个自然日即可完成工作许

可、居留许可审批。

线下“一窗受理”，线上“一表申请”。

在线上的“一网通办”服务平台，申请人只

需一次填报，即可实现体检预约、工作许可

和居留许可申请。考虑到外籍人员不熟悉国

内环境，浦东还组建了一支“全岗通”帮办

队伍，让前来办证的海外人才充分享受改革

便利。

“这里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办事体验很

棒。”刚刚拿到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和居留

许可的香格里拉集团驻店经理乌尔里希说。

在人才港的留言板上，可以看到多国语言写

下的留言，为“飞速”的办证体验点赞。

除了行政服务，浦东国际人才港还吸引

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入

驻，业务领域包括招聘、猎头、薪酬、测

评、培训等，涵盖人力资源全产业链，让外

籍人员来华工作享受“一站式服务”。

（均据新华社电）

银联国际日前对外宣布，与老挝、印
尼、泰国等多国金融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在
银联卡发卡、银行卡支付转接系统建设等方
面开展合作，共同推进“一带一路”沿线支
付服务。

根据协议，银联将与老挝金融机构合作
成立合资公司，共同运营老挝国家银行卡支
付系统；印尼、泰国本地主流银行将发行银
联高端卡产品；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家银行与
银联签署了一揽子发卡合作协议；马来西亚
大马银行将推出当地首张支持非接触支付功
能的银联信用卡。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表示，此次

达成的一系列合作，进一步展示了中国支付
行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支付合作共赢
取得的新成果，有利于促进相关国家和地区
支付行业升级发展。

中 国 银 联 董 事 长 邵 伏 军 介 绍 ， 近 年
来，银联持续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市
场和业务领域的资源倾斜和投放。

据统计，截至目前，“一带一路”沿线
已有 106 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了银联业务，
累计发行超过 4300 万张银联卡，受理覆
盖逾 1200 万家商户80万台ATM，比“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前分别增长了25倍、8倍和
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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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国际携手多国金融机构

共推一带一路沿线支付服务

礼仪漫谈礼仪漫谈

喀麦隆习俗喀麦隆习俗
马保奉

上海浦东新区启动国际人才港

外国人来华工作“一网通办”

喀麦隆女子在表演民族舞蹈。 腾讯网

用笔和相机讲述真实的中国
在见到法国学者索妮娅·布雷斯莱

之前，对她的名字、故事早已十分熟
悉——穿越中国西部地区、独自创立
出版社，用笔和相机讲述真实的中国
……我在心中默默画下一个智勇双全
的女性形象。她的经历充满传奇色
彩，在某种程度上，常常孤军奋战，
但听她讲自己的故事，却没有艰难困
苦的回忆，只有温暖、活力和快乐，
如同阳春三月般充满希望。

触动：一个西红柿的故事

“身体和灵魂永远都在路上”，是
对索妮娅的完美写照。她既是博学的
学者，教授哲学、伦理学、传播学等
课程，还是笔耕不辍的作家，又是好
奇的探险家，走过的路都变成笔下的
文字。图书、照片、绿植，她书房里
的这三种装饰映照出她的精神世界。

“我最近在准备一部随笔，分析法
国不少媒体为什么用否定的眼光描写
中国。”刚见到我，索妮娅就开门见山
地说：“为什么不少法国人对中国心存
偏见？”她拿起整理成册的媒体报道，
自问自答：“首先他们获得的信息就不
准确。”接下来的话题如行云流水，我
们谈到西藏新疆，谈到丝绸之路，谈到

她的旅行和著作，索妮娅反复说道：

“我想让法国人看到不一样的中国。”

“让法国人看到不一样的中国”，

是索妮娅十多年来的努力和追求，而

这一切要从一个小小的西红柿说起。

2005 年，索妮娅博士毕业后，决

定去东方旅行。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

火车上，同车厢的两位中国女性送了

索妮娅一个西红柿，令她深受触动。

“因为语言不通，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

白，原来是她们觉得我没有吃饱。”这

份关心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索妮娅

看到，火车上的中国人都在为生活忙

碌、为工作奔波，这和她了解到的、

法国媒体经常提及的“人人都是同一

张面孔的中国人”完全不一样。在北

京短暂停留期间，她看到了迅速发

展、充满活力的中国和奋发向上、努

力拼搏的中国人，这些所见所闻给她

带来巨大的“冲击”。“从那以后我就
只有一个想法，再去一次中国。”

后 来 ， 索 妮 娅 不 止 一 次 来 到 中
国，记录中国。迄今为止，索妮娅共
出版了 《发现西藏》《深入西藏之旅》

《发现甘肃》《新疆生活》《新疆——丝
绸之路的一千零一个奇迹》 等近 10 本
有关中国的文字和摄影作品。她曾三
度入藏，行走新疆等地 8000 余公里，
与当地工人、农民、教师、医生等各
行各业的人们交流，抓拍他们欢笑、

工作、休闲的瞬间，将中国西部的壮

丽风景、民风习俗和交通状况等方面

展现在法国读者眼前。

记录：一种不同的视角

在研究介绍中国方面，索妮娅在华

裔作家韩素音身上找到共鸣。她说，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素音便通过写作

向世界介绍中国，讲述中国的美丽河山

和感人的扶贫故事，渴望促进中国与

西方国家的沟通与理解。“难以想象，

过了半个世纪，我还在重复她当年所

做的事”，索妮娅有些无奈地说。

索妮娅的书架上摆着十几个装满

黑色、灰色粉末的玻璃瓶，里面装着

她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库姆塔格沙

漠、珠穆朗玛峰和敦煌等地带回来的

沙土。她说：“这令我时刻想起那片土

地上的美好回忆。”索妮娅坐着火车去

拉萨，对穿行在海拔四五千米上的高
原列车赞叹不已，形容那是“云中列
车”“天域列车”；她去拜访西藏大
学，为图书馆里藏文书籍实现数字化
存储而欣喜不已；她和西藏、新疆的
企业家谈创业之路，赞叹“这里有着
尊重现有生态环境的智慧”；她深入了
解村民的生活，讲述一位村干部带领
村民修路通车、发展致富的故事；她
去参观养老院，看到老人因得到良好
的照顾和治疗而延年益寿……

耳闻目睹的一切令索妮娅更加坚

定——“换一种视角写作和看世界”，

这是悬挂在她个人主页上的醒目文

字，也是她的人生信条。在写作上，

索妮娅坚持自己的视角，从亲身体验

出发，从人与人间的交流出发，客观

真实地记录中国。在她看来，文化交

流除了要尊重差异之外，最重要的便

是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这

是理解的基础。索妮娅真诚地对我

说：“去和中国人交流，去观察他们的

生活，去发现不一样的东西，而不是

带着偏见去验证偏见，这是中国教会

我的道理。”

在课堂上，索妮娅常常带领学生

做“怀疑练习”。在她看来，真正的知

识源于亲身体验。她告诉学生，不要

将书本上的知识奉为真理，而“要亲

眼去看”，要换一种视角看中国。索妮

娅希望有一天能带领学生去中国，让

他们走近中国、理解中国、爱上中国。

坚持：一个人的出版社

最初，索妮娅的作品在出版时常
遇到阻力，甚至连家人也难以理解她
对中国的热情。为更好地出版自己的
作 品 ， 创 建 一 片 自 由 的 思 想 空 间 ，
2017 年，她成立了丝绸之路出版社，
自己一人负责一切事务。到目前为
止，她的出版社已经出版了 10 余本著
作，其中就包括她的新作 《新疆——
丝绸之路的一千零一个奇迹》。

与出版社共同发展的，是索妮娅
对中国的研究。目前，她的研究领域
扩展到中国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等领
域。索妮娅说：“西方的政治体制面临
很大问题，西方需要接受新的思想。”
在研究并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后，她认为中国正在“修路建桥”，创
造一种通往未来的新的治理体系、民
主形式和生活方式。例如，在中国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各民族融洽地生
活在一起，实现了“五十六族兄弟姐
妹是一家”，这是西方许多国家未能实
现的伟大成就。

说起出版社的名字“丝绸之路”，

索妮娅说，历史上的古丝绸之路是一

条商道，也是实现文化交流的通道，

令人神往。伴随“一带一路”倡议在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深入人心，跨越

大洲的文明交往史将被再次激活。索

妮娅说，她曾阅读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对“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民心

相通”情有独钟，特意标上记号，因

为西方需要加强与中国的交流。在

《新疆——丝绸之路的一千零一个奇

迹》 的序言中，索妮娅写道：“在摒弃

定势思维之后，我发现了这一倡议的

伟大、独特、奇妙之处。”在她看来，

中国人热爱和平，“一带一路”是一条

连接亚欧的友谊之路，体现了一种消

弭隔阂、注重联通的开放态度。

临别前，索妮娅坚持让我不再用

法语中的“您”来称呼她，而是要像

朋友般以“你”相称。那么，我便如

熟悉的朋友般称呼她——索妮娅。

法国学者索妮娅·布雷斯莱———

龚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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